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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域管理条例(征求意见稿) 
起草说明 

 

空域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，为了加强和规范空域资源管理，

维护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和航空安全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

军队建设，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力量成立编写

组，加强立法基础研究，周密组织立法调研，充分听取有关单位

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，研拟形成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域管理条

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《条例》制定必要性 

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对空域管理活动作出了原则性规定，

基本保证了我国空域资源有效利用和飞行安全顺畅。随着经济社

会发展、国防军队建设和航空事业发展，空域有效供给保障与航

空用户需求不相适应等问题逐步显现，需要制定专门法规进一步

加强空域管理，围绕安全高效构建体系，围绕责任权利设计制度，

切实做到主体明确、责任清晰、制度管用、行之有效。一是推进

空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公共运输航空、军

事航空持续快速发展和通用航空迅猛兴起，空域供给和需求矛盾

发生深刻变化，现行空域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。制定

《条例》，对空域管理模式进行顶层设计，实现空域资源科学精

细配置、分级分类管理、动态灵活使用，有利于提升空管治理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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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效能。二是健全完善空管法律规范体系的关键环节。我国现行

空域管理政策制度多为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，权威性、稳定性

和可操行性不足。制定《条例》，是从国家立法层面加强和规范

空域管理，使各级各类空管法律规范相互配合、相得益彰，有利

于推动构建内容科学、程序严密、配套完备、运行有效的空管法

律规范体系。 

二、《条例》起草过程 

为确保《条例》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有效性，起草过程中有

序组织开展以下工作：一是研究借鉴和重点攻关。系统梳理国内

外空域管理法律法规文件，编制形成立法参阅资料；组织专家学

者对空域概念属性、适用范围、空域分类等重难点问题进行研究

攻关，逐一形成论证报告。二是立法调研和专家研讨。组织有关

部门、行业协会、科研院所等开展书面调研，征集立法需求；多

次召开会议听取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意见。三是征求

意见和修改完善。先后2次大范围征求有关单位意见，反复研究

完善，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《条例》主要内容 

《条例》内容共 11 章 77 条，概括分为三大部分。 

第一部分(第 1章，共 8条)，主要明确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，

阐述空域权属、空域管理机构、空域管理原则、空域用户、环境

保护、奖励制度等问题。 

    第二部分(第 2 至 9 章,共 60 条)，主要对空域管理机构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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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空域分级分类、划设与调整、使用、评估、保障、战时和平时

特殊情况下的空域管理和监督检查等作出规定。其中，①关于空

域管理机构职责，依据有关文件，统一设置空域管理机构的基本

职责；②关于空域分级分类，参照国际民航组织推荐标准，基于

国情军情，以实现空域资源科学配置、高效利用、安全运行为目

标，建立空域资源分级分类管理制度；③关于空域划设与调整，

主要面向空域管理者，明确空域类型的审批权限和程序，对动态

管理的原则、权限、流程等作出规定；④关于空域使用，主要面

向空域用户，规定其权利与义务，规范申请与批复、释放等内容；

⑤关于空域评估，按照组织结构、评估分类、方法工具、工作机

制等，构建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的空域评估体系；⑥关于监督检

查，着眼空域管理实际需要，结合空管领域督查工作要求，构建

完善督查模式和工作制度。 

第三部分(第 10、11 章，共 9 条)，主要明确法律责任和处

理措施，以及《条例》适用的特殊规定和有关概念解释。区分空

中交通管理机构、空域用户、空域环境相关单位、空域保障部门

及其人员，对违反《条例》规定行为进行处理；对外国国家、组

织或者个人实施、协助、支持侵占、破坏空域资源或者干扰空域

管理活动的行为，实施相应制裁。 

四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

一是关于改革推进与《条例》立法的关系。《条例》坚持一

盘棋思维，主动适应和服务改革需要，保障改革创新在法治轨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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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有序运行，通过立法程序使改革决策更加完善。 

二是关于《条例》与《飞行基本规则》相关内容的衔接。《飞

行基本规则》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需求，空域管理有关规

定要求过于原则，需要更加具体化、系统化。《条例》整体吸纳

《飞行基本规则》空域管理章节，并在坚持其主要原则和规定的

基础上，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规定。后续我们将相应修订《飞

行基本规则》。 

三是关于《条例》架构及内容颗粒度问题。《条例》聚焦健

全空域管理体系架构，准确把握空域管理基础性法规的定位，科

学处理与下位法的关系，灵活采用具体化规定、原则性规定、引

据性规定、接口性规定等方式，既确保对空域管理全链条全流程

作出创新性制度安排，又为后续改革发展预留空间。 


